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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庄子“逍遥游”的真谛: 追求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 

对大道的认识是大智慧, 只有大智慧才能得到大自由。人生价值不在有限的相对的功名富贵、物质

享受, 而在于绝对超脱的精神自由———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何谓真逍遥? 古来众说纷纭。王船山《庄子解》说: “逍

者向于消也, 过而忘之; 遥者引而远也, 不局于心知之灵也。”在庄子看来, 首先, 无待才能真逍遥,有所

待, 就会受种种局限和制约。庄子写道: “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至人”、“神人”、

“圣人”, 他们的精神与道合一, 道无所不在, 精神也无所不至。“无己”、“无功”、“无名”, 则在

观念上突破了有限。“己”是自我意识, “功”、“名”是世俗和百家诸子的追求, 庄子一概加以否定, 

认为只有破除了这些相对的观念, 才真正达到了“无待”的自由。要想得到这样的大自由, 做到“无

待”,就要超越自我及世俗的功名, 摆脱身外之物的牵累, 保持自然完整的人性不受任何世俗功名的伤

害。其次, 只有克服了相对的物的束缚, 超越物质世界和肉体的局限才能真逍遥。物和观念都是相对的, 

人生的种种痛苦都源于这两种相对因素的束缚, 庄子无待逍遥的理想人格, 乃是摆脱世事羁绊和人为约

束,超然万物万念之上而与绝对的道合为一体, 实现绝对的无待。这种独立不羁的理想人格, 强调以精神

的自由为人生最高价值, 以摆脱一切相对因素的束缚。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的思想。在老子那里, 道有两种含义: 一是“为天下母”即宇宙万

物的本源, 二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规律、规则。庄子认为, 道是派生万物的第一性的东

西, 道在时间上是永恒的, 空间上是无限的。道存在于万物之中, 道即自然法则, 是人性的根本, 一切众

生在道面前是平等的。顺其天道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自由, 任何人为都是对人类天性的破坏。因此, 庄

子的逍遥是通过体悟大道获得大智慧后达到的一种大自由境界。 

庄子的自由观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他的不媚世俗、不屈权贵、追求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 对

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里, 庄子这一叛逆的形象有着不可忽视的感召力, 它呼唤

人性中的自由意识, 激发人们为解放人性、追求自由而与封建恶势力做斗争, 而他思想中特有的韧性又

赋予了人们豁达的胸襟和勇气, 使人们在失败中保持乐观的心境。立身处世, 不做那种随俗浮沉的庸人, 

而做一个风骨凛然的特立独行之士; 不做一个消极颓废的悲观主义者, 而做一个性情开朗的乐观主义

者。对于庄子志在追求主观精神自由的思想理念, 至少有一点是后人共同认可的: 庄子发出了自由、平

等和要求个性发展的呼声, 尽管这种呼声非常微弱, 甚或是不自觉的, 但在等级森严、充满奴役的社会

中却弥足珍贵。庄子的自由观和儒家的“浩然正气”, 从不同侧面共同铸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立

独行、追求真理、崇尚正义的人格特征, 体现了个体价值的尊严。 

人的价值何在? 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它象征着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中人应该

得到的尊重和平等。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标志着“人的发现”, 那么庄子的逍遥游则开辟了另一个途

径———不像孔子那样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去探讨人对人的义务, 而把人置于与自然的关系之中, 追求

人的平等、独立、自由的权利。庄子执着追求的平等、自由, 与我们今天的民主、自由一样反映了人



 

类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 他的逍遥的理想人格, 仍不失为一种美好的人生理想。 

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立足于人的自由标准, 他说, 自三代以后, 天下没有不用外物错乱本性的:小

人牺牲自身以求利, 士牺牲自身以求名, 大夫牺牲自身以求家, 圣人牺牲自身以求天下, 这几种人虽然事

业不同, 名号各异, 但在损伤本性、牺牲自身这一点上, 却是共同的。求名而丧失自己的天性的人, 不算

有学之士, 如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 是为名所累, 为外物所役使, 使别人安适而不能使自己安适。伯

夷为名死于首阳山下, 盗跖为利死于东陵之上, 两人死的原因虽不同, 但在残生伤性上却是共同的。既

然如此, 又何必赞颂伯夷而非议盗跖呢? 天下人都在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自身, 为仁义而牺牲, 世俗称为

君子; 为财宝而牺牲, 世俗则称之为小人, 就伤害天性来看并无两样, 何必分为君子和小人呢? 人的完善

不从属于仁义, 而在于得其天性, 在于明察自身、内视自己。只观察外界而不内视自己, 只羡慕别人而

不欣赏自己, 这是效法别人而丢弃了自己的天性。庄子于贫困潦倒中拒绝楚王丰厚的礼聘, 视高官厚禄

为草芥, 一心一意追求他的精神自由, 不愿追逐名利, 与世俗同流合污。庄子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体人的

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并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的尊严。 

道是万物之根本, 一切变化之依据, 它调和万物而不是为了义, 恩泽及于万世而不是为了仁, 覆载天

地、化育万物而不是为了显示技巧。道体现出的这种德是天地的境界, 只有同化于大道, 和大道融为一

体, 才能忘掉仁义礼智, 超脱出外物的牵累, 遨游于无何有之乡的理想境地。生时如浮游, 死去如休息, 

守信而不约定, 精神纯一, 灵魂不疲, 虚无恬淡, 合乎天德。内心没有忧乐, 是德的极致; 与外界没有抵触, 

是虚的极致。高官厚禄在身并不是性命所固有, 而是如同外物偶然而来, 寄托一时而已。寄托的东西, 

来时不能抵御, 去时不可挽留, 所以不要为这高官厚禄恣纵心志, 也不要因穷困而趋炎附势。为追求外

物而葬送了自己, 受世俗的影响而丧失了本性, 这样的人叫本末倒置的人。鱼游于江湖就忘记一切而自

由快活, 人游于天道的境界就会物我两忘而逍遥自在。弃浮华归真璞, 漠然独立于尘世的富贵功名之外, 

在纷纭的外物中持守虚静。如果人人都游心于恬淡之境, 清静无为, 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夹杂私心

成见, 天下就可治理好了。 

汉末以后至魏晋时期, 名教崩溃, 魏晋士风在行为上突破传统礼教束缚, 形成“任诞”风气。在道家

哲学的民主精神思想上, 老、庄、易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名教旨在维持群体的秩序, 特别是人

伦秩序。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为个体自由与礼教束缚的对抗。而老庄则重个体的自然本性, 此种观

念在魏晋推动了主体自觉、个体解放。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与其他个体不同, 处处表现其一己

独特之所在、独立之价值, 于是社会上形成一批虽拥有高名却不肯入仕的隐逸之流, 他们洁身自好, 不

与统治者妥协, 争独立之人格。有“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有纵情山水的谢灵运, 有嵇康, 有阮籍, 士

林中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唐代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 晚明有东林

人物不与清合作,隐居民间。道家对士阶层独立自由之人格的形成和影响甚大。 

儒道互补,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构成了中国人文的两大主干神经。庄子在文明积蓄非常薄弱的条

件下, 始终不懈地探讨超越人类和自然的“大道”, 为智慧的发展而效力, 《庄子》中的一切都是在为

逍遥游做注脚, 庄子的思想体系是较为完整的。历来解《庄子》者甚多, 对“逍遥游”仁者见仁, 智者

见智。那么, 逍遥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以上的分析表明, 消遥即是悠然自得, 无拘无束, 是一种消灭了物

我界限的主观精神境界; 即是无所待而游于无穷, 达到无己、无功、无名, 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境

界。只有那些因势利导、善于驾驭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人, 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尧高在帝位, 却自视

甚小, 让天下予许由, 庄子发现了尧的精神境界已达到了至极的程度, 又认为许由对名利以及自我真性

表现出最恰当的处置, 于是就把这种行为比为逍遥游, 给予由衷的赞扬。实际上, “无己”就是“忘

我”, 超脱尘世, 不受外界影响, 使自己的一切所为完全摆脱外物的干扰, 通过外在的“无待”和内在的

“无己”, 实现自由, 达到逍遥游境界。 

清代林云铭在《庄子杂记》中认为“庄子另是一种学问, 与老子同而异, 与孔子异而同。”孔子以

救世之师自居, 老子、庄子之学同样是为救世, 救世需先救心, 所以孔孟与老庄皆心学也! 由此我们足能

找到谈“人道”与谈“天道”的相通之所在。 

庄子对天下人性命的安顿和关怀就是回到自然, 返朴归真。人从自然来, 又回到自然去, 是最符合人

 



性的, 社会将人异化, 失去了本性和自由。人的自由在于顺应自然之性, 摆脱人为的社会关系的束缚, 但

是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 社会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个人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的不自由中获得自由。在

顺应自然中人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人为并不是要改变规律, 而是认识和把握规律为人服务, 因而荀子

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是对的。仁义礼乐是“天下无道”时用来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 

社会要求有序和稳定, 个人要求超脱和自由, 而个体是脱离不开群体的, 个体只能在群体中获得自由。

自由是在不自由中获得的, 而不是抛开所有的不自由的社会关系, 将人变为纯粹的自然人。人为是要在

不合理的社会中, 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使其更符合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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